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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

冒牌特偵組！「監管帳戶」老梗詐退休農
民 35萬元 

心冒牌特偵組！假檢警詐騙手法祭出變化球

，近來更冒用「法務部特偵組林○文組長」的名

義致電被害人，指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，要求監

管對方帳戶，上個月底臺中市一名退休農民就接

到此詐騙電話不查，被騙 35萬元。 

家住臺中市的王姓退休農民（男，42 年次）

今年 5 月 29 日在家中接到詐騙電話，對方表示有

人盜用王男的證件到醫院請領勞保申請書，還佯

稱已協助報案；不一會兒一名自稱「特偵組林○

文組長」的男子隨即來電，指王男的帳戶涉及外

交官擄人撕票案，必須將所有存款領出後存至「

公正帳戶」監管。王男被詐騙電話嚇得六神無主

，急忙前往農會提領 35 萬元後與車手碰面，只見

車手西裝革履手提公事包，出示「法務部特偵組

行政凍結管收執行命令」、「法務部行政執行處監

管科」兩份假公文，上面還印有關防和條碼，看

來似模似樣，讓王男深信不疑，立即將 35 萬元全

數交付車手。 

王男回家後餘悸猶存，直到晚上女兒返家，

告知女兒此事，才知自己受騙。遺憾的是，王男

供稱其在臨櫃提領現金的過程中，農會櫃檯人員

並未詢問其領款用途，錯失及時阻止被害人交付

款項的時機。刑事警察局表示，假冒醫療院所結

合假檢警的詐騙手法由來已久，去年底開始更陸

續出現「冒牌特偵組」出現，企圖用看起來特別

具權威性的機關以取信於被害人，而且假公文上

的「林○文組長」、「楊○宗處長（應為組長）」等

全都確有其人，造成民眾查證困難。 

刑事警察局除

呼籲各金融機構應

加強關懷提問，更

再次提醒民眾接到

陌生人來電，只要

提到「監管帳戶」

這類關鍵字必定是

詐騙，應立即掛斷

電話不予理會。如

有任何疑問歡迎撥

打 165 反詐騙諮詢

專線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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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E 被盜了怎麼辦？「黃金 6 分鐘」搶回
帳號大作戰！ 

「妳的 LINE 帳號被詐騙集團盜用了！」很多

被害人接到朋友這樣的通知都欲哭無淚不知所措

，其實只要掌握「黃金 6 分鐘」，火速進行搶救帳

號大作戰，取消「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」並變更

密碼，搶回帳號的機率非常高。此外，簡單設定

「換機密碼」、「密碼鎖」和「綁定臉書」，都有助

於避免自己的 LINE被盜用！ 

目前詐騙集團盜用 LINE 的方式，主要還是先

竊取被害人的帳號密碼後以其他裝置登入，因此

被害人在獲知帳密被盜，第一步就是選取 LINE「

其他」→「設定」→「我的帳號」後把「允許自

其他裝置登入」的打勾取消，然後在被歹徒改掉

密碼前搶先變更密碼，這樣就等於在和歹徒的時

間賽跑中，贏得了第一回合勝利；接著再立刻設

定「換機密碼」，多了一道密碼鎖，讓歹徒更難把

帳號給搶回去!不過這「換機密碼」可別跟原本的

密碼相同，以免輕易遭破解，當然自己也要牢記

。 

但如果被盜過了好久才發現，密碼已遭歹徒

變更就比較棘手，因此另一招就是事先設定「綁

定臉書」，在一開始設定登入的時候，就選擇可以

自臉書登入，那麼就算手機登不進去，還是可以

從臉書登入後變更密碼，一樣可以成功搶回帳號

。 接 著 除 了 填 寫 問 題 反 應 表 （

https://line.naver.jp/cs/），更重要的是趕緊

一一通知所有的朋友，不要被剛剛的訊息騙了！ 

此外，為了避免自己手機不小心遺失，被人

撿到後登入 LINE 使用，也可以在「其他」→「設

定」→「隱私設定」中選取「密碼鎖定」，輸入密

碼鎖即可簡單保障安全。當然，避免下列不安全

行為：手機或電腦下載不明程式、在網咖公用電

腦登入 LINE、所有帳號都使用同一組密碼、使用

懶人密碼等，都是保護帳號的不二法門。 

刑事警察局呼

籲，民眾應建立安

全使用智慧型手機

的觀念，慎防自己

的帳號被盜，避免

讓自己成為歹徒騙

取朋友金錢的工具

，多一分謹慎就多

一分保障。如有任

何疑問歡迎撥打

165 反詐騙諮詢專

線查詢。 

~~以上資料摘錄自內政部刑事警察局 165 犯罪手法預防宣導~~ 

https://line.naver.jp/cs/
https://line.naver.jp/cs/

